
親子共讀
樂也融融
給 6 - 9 歲孩子的家長

閱讀活動好推介

獲取更多閱讀活動資訊

手機應用程式 (BookMyne) 澳門公共圖書館網站

澳門公共圖書館

• 網址：  www.dsej.gov.mo/caet 
• 提供的服務
   －中心地下設有閱書報區，供市民使用，無需辦理任何手續；
   －網上學習室（提供寬頻上網服務）只須登記個人證件號碼
     便可使用；
   －中心一樓設有閱書覽室及親職教育資料庫，外借圖書須先
     辦理使用登記。
• 中心開放時間：週一至週日，上午 10 時至晚上 9 時 30 分

登入「氹仔教育活動中心網頁」 家長教育資訊 閱讀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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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導讀
閱讀素養是全人發展的基礎，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。9歲

是兒童發展閱讀能力的過渡期，慢慢從「學會閱讀」的階段

發展至「從閱讀中學習」的階段。換言之，9 歲前是學生學會

閱讀的關鍵時間，如果兒童自小能學會閱讀，養成良好的閱

讀習慣，享受閱讀的樂趣，除了有助語文能力的發展，更為

他們學習其他知識建立了良好的基礎。

教育暨青年局和學校也深明閱讀能力的重要，一直積

極推廣閱讀文化，然而這還需要學生家庭方面的配合。2016

年，澳門參加了「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」（以下簡稱

PIRLS)的國際性研究，PIRLS 的研究結果指出，學前家庭親子

閱讀活動、家長對閱讀的態度和家庭學習資源這三項關於家

庭的因素，對學生的閱讀能力有直接的影響。

家庭因素對孩子的成長發展，一直起着關鍵的作用。自

孩子出生起，父母是他們最親近的人，家庭則是接觸最多、

最重要的生活及學習場所，是培養孩子閱讀能力的最好地

方。家長積極參與親子閱讀，除有助孩子發展思維及語言能

力、增廣見識外，更能夠增加孩子與家長的溝通相處，建立

親密的親子關係。

教育暨青年局按兒童三個不同成長階段（分別為 0-3

歲、3-6 歲及 6-9 歲）編訂了一系列的小冊子，提供了切合兒

童年齡的閱讀建議讓家長參考，目的是希望家長能明白親子

閱讀的重要性，建立良好的家庭閱讀環境，積極參與親子閱

讀，為孩子日後的學習作好準備。

6-9歲孩子識字量較幼兒時期多，具備基本的閱讀能

力。在這個階段，家長可進一步協助孩子學會閱讀，為孩

子進入「從閱讀中學習」作好準備。

PIRLS 的研究結果顯示，父母如果喜歡閱讀，或經常

與子女進行親子閱讀活動，子女的閱讀能力發展則較為理

想，可見家庭的閱讀活動，有助促進孩子閱讀能力的建

立。6-9歲孩子已進入小學階段，閱讀策略是其中重要的語

文學習元素。本小冊子讓家長對 6-9歲孩子的閱讀發展有更

深入的理解，建議家長如何積極配合孩子的閱讀學習，讓

孩子進一步提升閱讀能力。

從小培養孩子閱讀的習慣，帶領孩子一起感受閱讀的

樂趣，讓孩子明白「終身閱讀，終身學習」的可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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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閱讀的重要 

閱讀能力是學習的基石

發展認知及思維能力

小學的學習課程較幼稚園深入和廣闊，每個學科也設有

課本，孩子在學習過程中需要大量閱讀不同的資訊，孩子如

果不恐懼文字，不視閱讀為苦差，閱讀書本便是他們最好和

方便的知識來源。從實際來說，良好的閱讀能力能令他們的

學習事半功倍，家長若想子

女的學業成績好，就要從小

培養，令孩子愛上閱讀，

學會閱讀。

孩子認識篇章中每個文字並不代表

他們懂得閱讀，閱讀並非單純的識字，輸

入的文字是需要結合思維能力，能理解篇

章深層意思，才算得上是閱讀。在閱讀理

解的過程中，需要各種思維能力的互相配

合，例如：認知、理解、綜合內容、分

析、連結生活經驗、推斷、評價、創造

等。閱讀是一種可鍛鍊各種思維能力，有

助腦部全面發展的活動，兒童如能夠持之

以恆地閱讀，可以促進他們思維能力的發

展，對學習有莫大的幫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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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語文能力 學習文學、文化及品德情意
語文能力包括閱讀、寫作、聆聽及說話，當中閱讀及聆

聽是輸入，而寫作和說話是輸出。孩子若能愛上閱讀，透過

大量閱讀輸入了豐富的知識及詞彙，也學習了運用字、詞、

句、段、篇、標點、修辭等語法功能。持之以恆累積下來，

孩子在寫作及說話時便能結合知識及心理詞彙，流暢地表

達，能有效提升整體的語文能力。

中國文化五千多年歷史，傳承着源遠的文化知識，流傳

着不少經典著作，例如神話、民間傳說、歷史故事、成語及

寓言故事等，透過閱讀這些故事可以讓孩子認識中國文化、

歷史名人及道德倫理。

隨着孩子成長，接觸的人和事越見複雜，在家庭、學校

及社會也有其身份，他們要明白自己是社會群體的一分子，

需要培養良好的品德情意。

兒童文學的特色多為內容正面，灌輸正確的道德價值

觀，孩子可以從故事中領悟不同的人生道理，建立正確的價

值觀，例如：「孔融讓梨」的故事告訴我們要懂得禮讓，長

幼有序的中國傳統思想。而「華盛頓誤斬櫻桃樹」的故事，

則教導小朋友要誠實，做錯事要主動承認錯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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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文、小說、名人傳記

兒童報章和雜誌

兒童應該廣泛閱讀，平衡且充分地涉獵不同類型的書本

或閱讀材料，增廣見聞。兒童讀物可分為兩大類：文藝類及

資訊類。文藝類着重情節的發展和情感的表達，兒童可以從

中陶冶性情，例如：小說、散文、寓言故事等。而資訊類則

可以訓練兒童處理大量資料的能力及技巧，實用性較大，例

如：科學叢書、報章、雜誌等。

散文的題材較為廣泛，而且篇幅較短，合適剛開始培養

閱讀習慣的孩子。相比之下，小說篇幅較長，作者有較多空

間發展故事情節和人物角色，故內容較為豐富。名人傳記則

記錄了世界各地名人的生平事蹟，孩子透過閱讀傳記可以潛

移默化地學習名人的優點。

報紙記錄了社會每日發生的時事，是最「新鮮」和生活

化的閱讀材料，然而在挑選報紙和雜誌時，要選擇一些客觀

持平、意識正面的材料。坊間也有專為兒童而設的兒童報章

及雜誌，貼近孩子的生活經驗，讓他們從中得到生活資訊，

例如報章報導「颱風過後，市面的情況及善後工作」，又或

是雜誌介紹「假日澳門旅遊好去處」等，都能讓孩子掌握現

況，貼近社會脈搏。

二．廣泛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 詩詞

科學叢書

詩詞的言辭優美，合適喜愛文學的孩子，加上節奏感豐

富，以朗誦的方式來閱讀，更能體現富韻律的特點。

對於充滿好奇心的孩童，科學叢書是再合適不過。書中

不但由淺入深地向讀者闡述各種科學原理，更以有趣的表達

方式吸引兒童閱讀。當中的取材通常比較貼近日常生活，小

孩容易產生共鳴，有助發展他們的科學及邏輯思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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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筆記

孩子才是閱讀的主角，他們應該有權自己作主，

選擇感興趣的讀物。勉強孩子閱讀家長認為「合適」

的圖書，只會讓孩子更加抗拒閱讀。在孩子挑選圖書

的過程，家長更可以從旁觀察子女的喜好，尊重他們

的選擇，有助培養親子感情。

漫畫書和娛樂雜誌取材貼近生活，較易引起孩

子的閱讀興趣。然而需留意內容是否合適，會否有暴

力、色情、犯罪等不良元素，家長要小心挑選，只要

內容健康正面，偶爾讓孩子看漫畫和雜誌也是可以

的。

初小的兒童說話能力已經成熟，懂得運用不同語氣去

表達情感，家長可以邀請孩子講故事，培養他們閱讀及說

話的信心。子女初嘗試在家長面前講故事時，可能會感到

害羞或有壓力，家長可先安排家中的年幼弟妹，甚至是孩

子心愛的玩具充當聽眾，孩子說完故事亦要多給予鼓勵，

讓孩子取得成功感。

三．親子閱讀活動

家長的參與及陪伴對於子女的閱讀發展有着重大的影

響，父母應根據子女的年齡、閱讀能力的發展及興趣而進

行不同的閱讀活動。

家長伴讀
兒童入讀小學後，識字量日多，不少已經可以自行閱

讀，然而他們閱讀時也會遇到陌生字詞，或理解故事情節

上有困難，仍然需要家長在旁伴讀。家長可以跟孩子一起

朗讀故事，並不時引導孩子思考。當孩子年紀漸大，閱讀

能力有所提升，父母可以與子女在同一個安靜的環境下各

自閱讀，此為另一「伴讀」的方法，訓練孩子獨立閱讀。

由孩子講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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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後的分享討論，可以啟發孩子的高階思維，6-9歲

的兒童已有獨立的思維判斷，他們可以綜合和反思書本內

容，評價書中的人物、情節及結局，也能連結生活經驗，把

閱讀內容延伸創造。

在閱讀後的分享討論，重點應放在溝通的過程上，家長

宜耐心聆聽子女的回應，切勿強加己見於孩子身上，如果發

現孩子的思想稍有偏差，家長可以慢慢引導。孩子也是獨立

的個體，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獨特性，讓孩子安心表達意

見，並就孩子的獨立思考給予讚賞和鼓勵。

家校合作

去圖書館和逛書店

家長筆記

在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，電視和互聯網漸漸成

為知識及資訊的其中一個來源。然而由於兒童年紀

小，面對大量資訊，不懂分辨真偽，家長需要從旁

引導。市面上也有軟件程式自動過濾兒童不宜的內

容，以確保內容健康正面。沉迷看電視和上網會令

兒童少了閱讀時間，家長應與子女約法三章，讓他

們從小便知道正確使用電視和互聯網的方法。

分享讀後感

近年來，「家校合作」已經成為教育的新趨勢，為培養

學生的閱讀習慣，學校舉辦了不同的閱讀活動，邀請家長參

加，例如：故事爸媽、好書分享會、閱讀社群等，讓不同家

庭的孩子一同閱讀並互相分享，透過朋輩間的推動，發展閱

讀興趣。

圖書館的藏書豐富，種類包羅萬有，正好切合 6-9歲

兒童廣泛閱讀的需要。家長多帶子女到圖書館或書店，讓

他們多閱讀各種類圖書，也可多逛書店，由孩子選書，添

置在家中。PIRLS 的研究結果顯示，越喜歡到圖書館的孩

子，閱讀成績也越理想，故我們建議家長至少每星期帶子

女到訪圖書館或逛書店，以培養他們閱讀的習慣。

你好好保重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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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時間的分配
孩子要應付日常學業已佔去大部分時間，加上不少家長

會為孩子安排課外活動或興趣班，例如學樂器、繪畫等，讓

他們在學業之外發掘其他興趣。至於孩子的課外閱讀時間，

往往會放到最後甚或被「犧牲」。過多的課外活動會加重孩

子的負擔，令他們身心疲累，孩子如果連休息時間也不夠，

又如何有閒情閱讀呢？

孩 子 每 天 都 應 該 花

時間閱讀課外書，持之以

恆 ， 才 能 養 成 閱 讀 的 習

慣。PIRLS 的研究顯示，約

六成小四學生表示沒有足夠

的時間閱讀，約五成半學生

每日在校外閱讀的時間不足

30分鐘，這些學生的閱讀成

績也明顯比其他學生遜色。

成為子女的榜樣

激發閱讀興趣

家長在閱讀方面能否以身作則，會直接影響子女的閱讀

習慣和態度，要孩子養成閱讀習慣，家長先要常常閱讀，把

閱讀融入日常生活之中。如果整個家庭都喜歡閱讀，自然會

互相分享最近閱讀的書本，交流閱讀心得和感受。PIRLS 的

研究顯示，家長越喜愛閱讀，平日花在閱讀的時間越多，子

女的閱讀能力會越高。

閱讀可以開啟知識的寶庫，學生學會閱讀，便可透過閱

讀去學習其他事物。兒童在初小的階段，廣泛地接觸社會各

樣事物，課堂上學到不少知識，對於有興趣的事物，他們會

主動探究。例如孩子在課堂學習了何為「宇宙」，回家後滔

滔不絕跟父母說起，面對於孩子旺盛的好奇心，家長可帶他

們到圖書館或書店，一起查看相關書籍，也可以一起利用互

聯網尋找答案，讓孩子知道他們可以透過閱讀去獲取知識。

四．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

家長安排子女學習不同課外活動的動機是良好的，然

而也請將孩子的課外閱讀放在重要位置，讓孩子有充足的

時間享受閱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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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9歲的兒童已發展出自己的閱讀世界，他們有自己閱

讀的喜好及習慣，有時未必需要家長的伴讀，家長要為子女

提供一個舒適的閱讀環境，讓他們靜靜享受書本的世界。

五．創造適合孩子的閱讀環境

家中豐富的藏書
在喜愛閱讀的家庭之中，書本是不可缺少的，家長有自

己的藏書，孩子也應該有自己的藏書。PIRLS 研究發現，家

中藏書量越多，學生的閱讀成績越好，當中所指的藏書並不

包括學校課本，而是課外讀物。家長可在家中添置不同類型

的書本，一來可以營造濃厚的閱讀氣氛，二來可以讓孩子多

嘗試閱讀不同種類的讀物。

家長可以為孩子設置一個屬於他們的小書櫃，閒時和

孩子一起到書店挑選他們喜歡的圖書，添置在家中，積少成

多，便成了專屬於孩子的閱讀空間，大大提升他們對閱讀的

興趣。如果家長發現孩子的讀物類型偏向單一化，可鼓勵子

女嘗試閱讀各種圖書，或推介自己喜愛的讀物，讓子女廣泛

閱讀。

家長筆記

不少家長也會安排子女參加課餘補習班，希望能

透過補習提升子女的學業成績，然而PIRLS 的研究發

現，學生在補習社補習的時間越長，他們的閱讀分數

就越低。

坊間大部份的補習班只是與學生複習在學校學過

的東西，以及不斷練習模擬試題，短暫來說是應付了

孩子的課業、測驗及考試，但長遠而言，對孩子的學

習和思維成長並無幫助，反而佔用了孩子寶貴的課後

閱讀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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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環境設備

為了讓孩子專心地閱讀，家長應該為子女提供一個

安靜舒適的環境，儘量避免製造嘈音，騷擾他們閱讀，

例如：關掉電視 / 收音機。試想想父母要求孩子閱讀，家

長卻在旁看電視劇，孩子又怎能專心呢？在孩子的閱讀時

間，最好也是家長的閱讀時間，家庭成員各自閱讀自己喜

愛的書本，讓整個家庭充滿閱讀氣氛。

家長可為孩子設置一張書桌，讓他們有一個固定的

位置閱讀或學習，而隨着互聯網的發展，市面上也出現了

許多配合電子閱讀的產品，家長亦可考慮為孩子添置，例

如：平板電腦、電子書閱讀器等，讓孩子可以透過互聯網

搜尋到更多的資訊，擴寬眼界。

孩子有時會對家長的藏書感興趣，如果內容合適也可以

讓子女「越級挑戰」，一些經典著作如金庸小說、中國四大

名著等長篇小說，坊間也有簡化版提供，是兒童接觸經典的

入門。

家長筆記

為孩子購買圖書，也不一定要買全新的，可以

使用二手書或贈書，也可以和其他家庭交換書籍來

看。如家中的空間或資源有限，家長可善用學校及

社會資源，多鼓勵孩子使用學校圖書館，或多帶他

們去公共圖書館借閱圖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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